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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说明、目录、图表目录

       世界上的总供水量为大约1,386,000,000立方千米（332,500,000立方英里），超过96%都是盐

水。并且在全部淡水中，超过68%锁定在冰和冰川中。剩下的30%淡水在地下。地表的淡水资

源，如江河和湖泊，只占有93,100立方千米（22,300立方英里）的淡水，占全部水量的1/15000

。然而，江河湖泊仍然是每天人们用水的最主要来源。  

 全球水资源分布（按比例）：%数据来源：美国EPA

 

     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：2015年全年水资源总量28306亿立方米。全年平均降水量644毫米。

年末全国监测的614座大型水库蓄水总量3645亿立方米，与上年末蓄水量基本持平。2015年我

国用水总量为6180亿立方米，需求较上年同期增长1.4%。

 2004-2015年我国水资源总量变动趋势图资料来源：国家统计局

 

     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，海关总署，问卷调查数据，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

据库。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，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 国家统计局及市

场调研数据，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，价格数据

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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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国供水结构图资料来源：公开资料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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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05-2015年我国人均用水情况资料来源：国家统计局

 

从2015年我国水资源消费结构来看，农业用水总量为3903.9亿立方米；工业用水总量为1380.6

亿立方米；生活用水总量为790.5亿立方米；生态用水总量为105亿立方米。

 2005-2015年我国水资源细分领域需求量统计图资料来源：国家统计局

 2015年我国水资源需求领域分布图资料来源：国家统计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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